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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彝人部落安
置点共80户461人，其中彝族50户，
属于典型彝汉混合安置点，乡党委坚
持党建引领，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治
理新路。

聚焦体系建设，绘就蒸蒸日上
图。建立“1个总支+4个服务队+1个
自管委+8个户长”管理体系。聚焦重

点难点，绘就致富增收图。解决 376
人次就业，销售生猪 1.8 万头、水果
600 吨，村集体经济收入超 100 万
元。聚焦群众善治，绘就安居乐业
图。实行“一站式代办”服务、积分兑
换活动，开展“火把节”等活动 20 余
场。

（杨勇）

四川宜宾屏山县清平彝族乡：
“三聚焦”绘就彝乡安置点治理“三张图”

华西都市报讯（张俊锋 记者 曹菲）6
月7日，记者从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简称四川省公路设计
院）获悉，成绵扩容线控制性工程已开
建。四川省公路设计院成绵扩容项目设
计负责人张东介绍，成绵扩容线并非在原
有高速公路基础上扩建，其中90%以上为
新建线路。2024年建成通车后，成绵之
间将形成第三条高速通道，极大缓解两地
交通压力，促进成德绵一体化发展。

据了解，成绵扩容线全长124.990公

里，采用双向8车道，设计20处互通、2处
停车区、2处服务区，设计速度分段采用
100公里/小时与120公里/小时。

张东介绍，线路成都至德阳段约 39
公里全部采用高架桥，其中，成都一绕与
二绕间约24公里与既有成青路快速通道
共走廊。

成绵扩容线建成后，将极大缓解成
都、德阳、绵阳之间的交通压力，加强三
大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进成德绵
一体化发展。

全线双向8车道畅跑 成绵第三条高速开建

“岷江水润、茂林修竹、美田弥望、蜀风雅韵”的天府田园画卷是如何
绘就的？6月7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成都新津宝墩古城遗址
最新田野考古发掘成果，考古人员发现疑似成都平原最早的水稻田遗
迹，下一步将系统检测进行最终结果的确认，这对了解成都平原史前水
稻种植史具有重大意义。

此外，考古人员还在宝墩古城遗址首次明确发现约4500年前成都平原
最早的房屋竹构件，这种“竹骨泥墙”的建筑也延续到了三星堆文化时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戴竺芯 实习生 丁晗

成都新津宝墩古城遗址

发现疑似
4500年前的水稻田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成都市文
物考古工作队在成都平原相继发现了宝
墩古城遗址、郫县古城遗址等八座史前
古城遗址。八座古城文化面貌相似，年
代前后延续，学术界将该文化命名为“宝
墩文化”。

宝墩文化的确认将成都平原历史向
前推进了800年，将成都平原正式纳入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之中，填补了
长江上游文明进程的空白，同时为三星
堆文明的起源找到了重要的线索。

“宝墩文化阶段，广泛分布于成都平
原的城址、遗址，证明了成都平原拥有孕
育三星堆的文化沃土。”唐淼说。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已知宝墩文化
分布于50余个遗址，其中就包括三星堆
遗址。在宝墩文化晚期，社会复杂化程度
加剧，出现了拥有一定权力的特殊阶层，
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一系列中原、长江
中下游文明因素进入成都平原，与本地宝
墩文化融合，产生了三星堆文化。

“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制陶、石
器工艺、城墙修筑技术、建筑形态、生业
经济上有明显的延续关系，应该说宝墩
文化为三星堆文明的起源找到了重要的
线索，三星堆文化是在宝墩文化的基础
上，吸收了中原文明因素、长江中下游文
明因素综合发展而来的。”唐淼说。

唐淼介绍，宝墩古城开启成都城市
文明，为早期国家的形成及文明的萌发
孕育了胚胎。宝墩文化时期积累的挖壕
筑城、治水、水稻栽培、家畜养殖等经验，
为宝墩文化后期和三星堆文化时期古城
址的修筑、生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技术
支撑。因此，宝墩古城遗址是成都平原
城市文明的起源地，是成都平原迈进文
明门槛和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历史见
证，也是研究古蜀文明和中华文明的重
要基石。“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为代表
的宝墩文化，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
星堆文化，以十二桥遗址、金沙遗址为代
表的十二桥文化，以成都商业街船棺墓
为代表的晚期蜀文化等考古成果勾勒出
古蜀文明长达2000年的发展脉络。”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从上个世纪晚期开始，成都市文
物考古工作队陆续在宝墩等8座成都
史前城址群发现了竹（木）骨泥墙基
槽式居住型建筑遗存，这类建筑遗存
也延续至了三星堆、十二桥文化时
期，但在此之前，尚未明确发现残存
的有机质建筑构件。

这些成都平原上的早期建筑，到
底是木骨泥墙还是竹骨泥墙，亦或是
二者皆有？在本次考古发掘中，考古
人员在台地边缘倒塌的红烧土基址
中发现了6枚碳化竹片。

“竹片出土的那一刻，内心是无
比激动的。说了这么多年的竹（木）
骨泥墙基槽式建筑，大多是根据建筑
遗迹留下的痕迹推测。4500年前的
碳化竹质建筑构件，最直接地证明了

竹骨泥墙的存在。”唐淼说。
此外，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考

古人员对古城的居住模式探索也取
得了突破性进展。

唐淼介绍，宝墩先民在古城修筑
了内、外两重城墙；在城内地理位置最
高的鼓墩子区域，分布有三座南北向
的大型建筑，推测应为大型公共性建
筑。此外，宝墩先民还选择地理位置
较高的黄土台地营建居址，墓葬则通
常分布于房前屋后或台地旁的低洼区
域。宝墩时期已干涸的低洼区域，被
用于制作石器或其他手工业活动。更
为低洼的湿地，则被用于水稻种植。

唐淼认为，宝墩先民居住与生产
生活的空间模式，与如今的川西林盘
的生活模式具有较大的相似性。

位于成都新津的宝墩古城遗址
是我国长江上游地区时代最早、面积
最大的史前城址，也是成都平原上人
类第一次大规模定居生活的地点。
宝墩古城还是成都平原稻作文明发
源地，奠定了古蜀文明乃至“天府之
国”农耕文明的经济基础，也是研究
三星堆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

据了解，在此前的考古中，宝墩
古城遗址发现了4500年前的碳化水
稻、黍、粟及其他植物遗存，通过不同
遗迹水稻、黍、粟出土比例分析，确认
了宝墩时期先民农业经济结构以稻
谷为主、兼种粟和黍，同时采集野豌
豆、薏苡属等植物作为补充。

那 宝 墩 先 民 是 如 何 种 植 水 稻
的？当时水稻种植在哪些区域？在
此次考古发掘之前，这一切是待解之
谜。2020-2021年，考古人员在地面
2米以下，找到一层水平地层，该地层
从西北向东南发掘区外延伸。让考
古人员惊异的是，与常见的人类生活
地层相比，该地层较为纯净，几乎看
不到人类遗留的陶片、红烧土、碳屑

等遗物，且地层土质为淤泥。考古人
员还发现，该地层淤泥中有大量铁锰
结核，而铁锰结核需要在饱氧与厌氧
交替的环境中才能形成。“这一信息
提示我们，该地层不是简单的湖沼堆
积，可能与水稻种植有一定关系。”成
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宝墩工作站副站
长唐淼说，考古人员在该地层中采集
了两件土样标本送检。

“在此次考古发掘中，我们发现
了1条与该区域相连通的水沟遗迹、1
条疑似田埂遗迹、多处疑似水稻根窝
遗迹。”唐淼介绍，土样标本检测结果
显示，该地层中有水稻植硅体分布，
并且是主要农作物类型。从生物指
标来讲，该地层已基本可以判定为水
稻田。

“为了进一步验证初步判断，我们
对该地层土进行了系统采样，通过综
合检测研究，加强对该区域为水稻田
的认定。”唐淼说，如果检测结果是肯
定的，这将是成都平原迄今为止发现
的最早的水稻田，也是长江上游流域
首次发现4500年前的水稻田遗迹。

最新发现
疑似成都平原最早的水稻田

首次明确发现
成都平原最早的房屋竹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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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墩文化
是三星堆文化重要来源

在此前的考古发掘中，成都
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陆续在宝墩等
8座成都史前城址群发现了竹
（木）骨泥墙基槽式居住型建筑遗
存，但未明确发现残存的有机质
建筑构件。此次发现的4500年
前的碳化竹质建筑构件，最直接
地证明了竹骨泥墙的存在。

在此前的考古中，宝墩古城
遗址发现了4500年前的碳化水
稻、黍、粟及其他植物遗存，通过
不同遗迹水稻、黍、粟出土比例分
析，确认了宝墩时期先民农业经
济结构以稻谷为主、兼种粟和黍，
同时采集野豌豆、薏苡属等植物
作为补充。

宝墩古城遗址疑似水稻田层面的航拍图。碳化水稻

碳化竹片


